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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源流小学教育数据

1.1：2010年全国人口统计

民族 人口 百分比（%）

马来族 14,191,720 54.6

原住民族 3,331,788 12.8

华族 6,392,636 24.6

印族 1,907,827 7.3

其他民族 189,385 0.7

非公民 2,320,779 -

合计 28,334,135 10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和房屋普查：人口分布和人口统计基本特

性》，2011年。

1.2：1970年至2010年全国各州属华裔人口增长趋势

州属
1970-2010年华裔人口 1970-2010年

华裔人口增长1970 1980 1991 2000 2010

玻璃市 19,900 23,765 23,167 20,794 17,985 -1,915

吉打 184,700 208,428 225,882 241,444 255,628 +70,928

槟城 436,700 521,455 551,129 588,693 670,400 +233,700

霹雳 666,400 737,234 706,504 643,129 693,397 +26,997

雪兰莪 382,000 567,474 758,397 1,230,271 1,442,253 +1,060,253

吉隆坡 373,900 507,487 556,518 560,153 655,413 +281,513

森美兰 183,600 209,743 211,071 211,914 223,271 +39,671

马六甲 160,300 176,673 176,128 178,277 207,401 +47,101

吉兰丹 38,700 47,911 54,421 49,067 51,614 +12,914

登嘉楼 22,600 26,693 28,887 24,295 26,429 +3,829

彭亨 158,300 209,631 199,681 218,338 230,798 +72,498

柔佛 504,200 628,937 759,184 916,704 1,034,713 +530,513

沙巴 139,200 163,996 218,233 271,599 305,688 +166,488

砂拉越 293,900 385,161 475,752 537,230 577,646 +283,746

总数 3,564,400 4,414,588 4,944,954 5,691,908 6,392,636 +2,828,236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

注：雪兰莪州数据包括布特拉联邦直辖区。沙巴州数据包括纳闽联邦直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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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70年至2010年全国华裔人口、华小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年份 华裔人口 华小学生人数 华小学校数量

1970 3,564,400 439,681 1,346

1980 4,414,588 581,696 1,312

1991 4,944,954 583,218 1,289

2000 5,691,908 622,820 1,284

2010 6,392,636 604,604 1,291

1970-2010 +2,828,236 +164,923 -55

资料来源：

(1) 马来西亚统计局。(2) 马来西亚教育部。

1.4：1970年至2010年东马华裔人口、华小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年份 华裔人口 华小学生人数 华小学校数量

1970 433,100 不详 352

1980 549,157 77,076 323

1991 693,985 97,730 309

2000 808,829 115,829 305

2010 883,334 107,110 306

资料来源：

(1) 马来西亚统计局。(2) 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1) 1970年， 东马砂拉越州有244所华小43,637名学生，而沙巴州有108所华小，学生人数不详。

1.5：1947年至2010年西马华裔人口、华小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年份 华裔人口 华小学生人数 华小学校数量

1947 1,884,500 190,349 1,379

1957 2,333,800 361,208 1,342

1970 3,131,300 399,302 1,034

1980 3,865,431 504,620 989

1991 4,250,969 485,488 980

2000 4,883,079 506,991 979

2010 5,509,302 497,494 985

1947-2010 +3,624,802 +307,145 -394

1957-2010 +3,175,502 +136,286 -357

资料来源：

(1) 马来西亚统计局。(2) 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1) 1947年，西马有586所政府资助华小139,191名学生，793所私立华小51,158名学生。

(2)  1957年，西马有943所政府资助华小310,458名学生，399所私立华小50,750名学生。1957年国家独立后，许多

华小没有被纳入国家资助教育而关闭。

(3)  1970年，西马有991所政府资助华小394,166名学生，43所私立华小5,136名学生。

(4) 1978年，西马有11所独立华小/私立华小。

(5) 1993年，吉兰丹州巴西巴力培华独立小学被纳入国家资助教育后，我国已没有独立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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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57年至2013年西马各源流小学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各源流小学 国小 华小 淡小 英小

1957

学校数量 2,198 1,342 908 486

学生人数 442,477 361,208 51,370 160,589

教师人数 14,366 10,984 1,759 7,375

1963

学校数量 2,309 1,206 731 512

学生人数 524,003 350,854 67,985 235,416

教师人数 19,978 12,133 2,779 7,283

2013

学校数量 3,834 988 523 0

学生人数 1,646,590 461,369 92,934 0

教师人数 139,039 29,984 9,200 0

1957-2013

学校数量 +1,636 -354 -385 -486

学生人数 +1,204,113 +100,161 +41,564 -160,589

教师人数 +124,673 +19,000 +7,441 -7,375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

(1)  1957和1963年数据涵盖政府资助小学和私立小学。

(2)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成立，即为今日的西马。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

     沙巴和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

(3)  1957年，西马华裔人口有2,333,800人；1963年2,670,000人；2010年5,509,3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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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70年至2013年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1970 4,277 1,046,513 1,346 439,681 657 79,278

1980 4,519 1,353,319 1,312 581,696 583 73,958

1990 4,994 1,770,004 1,290 581,082 544 96,120

1999 5,313 2,195,029 1,284 609,673 527 91,085

2000 5,379 2,216,641 1,284 622,820 526 90,280

2001 5,466 2,209,736 1,285 616,402 526 88,810

2002 5,564 2,246,492 1,285 632,180 527 90,502

2003 5,655 2,265,485 1,287 636,783 528 92,699

2004 5,713 2,300,093 1,288 647,647 528 95,374

2005 5,756 2,304,378 1,287 642,914 525 97,104

2006 5,774 2,298,808 1,288 636,124 523 100,142

2007 5,781 2,286,328 1,289 643,679 523 103,284

2008 5,785 2,401,335 1,290 639,086 523 108,279

2009 5,795 2,368,562 1,292 627,699 523 109,086

2010 5,826 2,180,564 1,291 604,604 523 104,962

2011 5,848 2,150,139 1,291 598,488 523 102,642

2012 5,859 2,106,603 1,294 591,121 523 97,884

2013 5,865 2,069,109 1,293 564,510 523 92,934

1999-2013 +552 -125,920 +9 -45,163 -4 +1,849

1970-2013 +1,588 +1,022,596 -53 +124,829 -134 +13,656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

(1)    1970年国小数据包括自1968年起逐年被改为国小的前英文小学。1968年全国有1435所政府资助英小，再加上增

加的1588所国小，估计1970年至2013年，全国增加超过3000所国小。

(2)  根据教育部另一份统计报告，1970年全国有1519所英小（1477所政府资助英小，42所私立英小），2785所国小

和7所私立马来文小学，1386所华小（1339所政府资助华小，47所私立华小），661所淡小（657所政府资助淡

小，4所私立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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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70年西马马来文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州属
马来文小学 合计

资助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私立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柔佛 392 100,060 0 0 392 100,060

吉打 279 94,132 0 0 279 94,132

吉兰丹 282 73,031 1 161 283 73,192

马六甲 106 31,157 0 0 106 31,157

森美兰 138 29,899 0 0 138 29,899

彭亨 221 37,614 0 0 221 37,614

霹雳 355 88,920 0 0 355 88,920

玻璃市 40 12,378 0 0 40 12,378

槟城 80 28,359 0 0 80 28,359

雪兰莪 194 59,211 0 0 194 59,211

登嘉楼 231 54,465 0 0 231 54,465

合计 2,318 609,226 1 161 2,319 609,387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于1974年成立。1970年，吉隆坡归属雪兰莪州，

        其教育统计纳入雪兰莪州。

1.9：1970年西马英文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州属
英文小学 合计

资助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私立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柔佛 53 38,132 3 393 56 38,525

吉打 34 19,758 0 0 34 19,758

吉兰丹 24 15,336 1 17 25 15,353

马六甲 21 18,039 2 58 23 18,097

森美兰 28 22,069 0 0 28 22,069

彭亨 15 14,984 3 207 18 15,191

霹雳 63 64,920 8 349 71 65,269

玻璃市 3 2,743 0 0 3 2,743

槟城 42 40,169 4 518 46 40,687

雪兰莪 109 97,170 8 933 117 98,103

登嘉楼 7 5,479 1 237 8 5,716

合计 399 338,799 30 2,712 429 341,511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于1974年成立。1970年，吉隆坡归属雪兰莪州，

        其教育统计纳入雪兰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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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970年西马华文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州属
华文小学 合计

资助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私立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柔佛 227 78,244 4 690 231 78,934

吉打 88 28,567 5 192 93 28,759

吉兰丹 13 4,010 1 81 14 4,091

马六甲 64 19,223 2 720 66 19,943

森美兰 84 27,208 3 130 87 27,338

彭亨 77 21,005 2 77 79 21,082

霹雳 193 86,732 13 1,488 206 88,220

玻璃市 10 3,274 0 0 10 3,274

槟城 90 48,347 3 558 93 48,905

雪兰莪 133 74,931 7 970 140 75,901

登嘉楼 12 2,625 3 230 15 2,855

合计 991 394,166 43 5,136 1,034 399,302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 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于1974年成立。1970年，吉隆坡归属雪兰莪州，

        其教育统计纳入雪兰莪州。

1.11：1970年西马淡米尔文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州属
淡米尔文小学 合计

资助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私立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柔佛 90 8,322 2 80 92 8,402

吉打 68 9,084 0 0 68 9,084

吉兰丹 5 366 0 0 5 366

马六甲 24 2,868 0 0 24 2,868

森美兰 64 7,139 0 0 64 7,139

彭亨 38 3,422 0 0 38 3,422

霹雳 174 20,007 2 91 176 20,098

玻璃市 1 85 0 0 1 85

槟城 32 4,316 0 0 32 4,316

雪兰莪 160 23,637 0 0 160 23,637

登嘉楼 1 32 0 0 1 32

合计 657 79,278 4 171 661 79,449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于1974年成立。1970年，吉隆坡归属雪兰莪州，

        其教育统计纳入雪兰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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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970年至2013年全国各州属华小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州属
1970 1980 1991 2000 2010 2013

学校 学生 教师 学校 学生 教师 学校 学生 教师 学校 学生 教师 学校 学生 教师 学校 学生 教师

玻璃市 10 3,274 114 10 3,550 136 10 3,531 175 10 2,958 170 10 2,206 203 10 2,059 201

吉打 93 28,759 959 90 31,855 1,130 90 29,633 1,403 90 29,897 1,495 90 26,132 1,887 90 23,087 1,915

槟城 93 48,905 1,406 89 61,439 1,805 90 55,090 2,530 90 55,363 2,581 90 53,945 3,237 90 49,871 3,258

霹雳 206 88,220 2,665 190 107,434 3,385 189 85,306 3,800 189 72,354 3,342 186 60,161 4,243 186 52,541 4,253

雪隆 140 75,901 2,179 139 112,808 3,272 141 127,539 4,825 141 151,222 5,635 149 170,956 8,017 151 163,095 8,123

森美兰 87 27,338 860 82 30,500 1,030 82 27,811 1,428 82 26,238 1,369 82 22,842 1,726 82 21,158 1,743

马六甲 66 19,943 644 65 23,749 829 65 20,741 1,033 65 21,196 1,129 65 19,523 1,370 65 18,211 1,504

柔佛 231 78,934 2,451 224 93,783 2,962 215 96,741 4,231 213 109,687 4,849 214 110,651 6,638 215 102,642 6,622

吉兰丹 14 4,091 124 13 5,713 197 13 6,692 304 14 7,488 327 14 6,345 431 15 6,030 438

登嘉楼 15 2,855 107 11 3,063 109 10 3,372 163 10 3,773 191 10 2,751 227 10 2,505 230

彭亨 79 21,082 673 76 30,726 981 75 29,032 1,470 75 26,815 1,351 75 21,982 1,736 74 20,170 1,697

沙巴 108 不详 不详 89 26,237 873 87 33,486 1,460 85 39,229 1,533 85 36,581 2,279 85 36,409 2,359

砂拉越 244 43,637 不详 234 50,839 1,422 222 64,244 2,945 220 76,600 3,439 221 70,529 4,923 220 66,732 4,961

总数 1,386 不详 不详 1,312 581,696 18,131 1,289 583,218 25,767 1,284 622,820 27,411 1,291 604,604 36,917 1,293 564,510 37,304

西马 1,034 399,302 12,182 989 504,620 15,836 980 485,488 21,362 979 506,991 22,439 985 497,494 29,715 988 461,369 29,984

东马 352 不详 不详 323 77,076 2,295 309 97,730 4,405 305 115,829 4,972 306 107,110 7,202 305 103,141 7,32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

(1) 雪隆教育统计包括雪兰莪州、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和布特拉联邦直辖区。此外，

     沙巴州教育统计包括纳闽联邦直辖区。

(2)  1970年数据包括政府资助华小和私立华小/独立华小。

(3)  上表显示1970年全国有1386所华小（其中47所为私立华小）。教育部另一份

       统计报告数据指出全国有1346所华小和439681名华小学生。

(4)   上表显示1970年西马和砂拉越州有1278所华小和442939名华小学生（其中西

      马有43所私立华小5136名学生，砂拉越州有4所私立华小134名学生）。

      沙巴州华小学生人数不详。

(5)  1970年，东马有348所政府资助华小，4所私立华小；西马则有991所政府资助

      华小和43所私立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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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013年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和班级数量

学校

源流

学校

数量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班级

数量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国小 5,865 1,065,918 1,003,191 2,069,109 63,059 117,610 180,669 78,365

华小 1,293 289,945 274,565 564,510 5,587 31,717 37,304 19,107

淡小 523 46,606 46,328 92,934 1,908 7,292 9,200 4,623

总数 7,681 1,402,469 1,324,084 2,726,553 70,554 156,619 227,173 102,095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

1.14：2013年全国各州国小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州属/联邦直辖区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玻璃市 58 19,923 2,007

吉打 389 166,607 13,922

槟城 149 80,539 6,675

霹雳 528 149,232 15,521

雪兰莪 443 365,637 24,492

布城 13 9,960 715

吉隆坡 141 81,731 6,621

森美兰 204 72,465 6,653

马六甲 142 57,869 5,296

柔佛 606 217,169 18,589

吉兰丹 400 177,385 15,190

登嘉楼 338 122,466 11,158

彭亨 423 125,607 12,200

砂拉越 1,031 182,465 19,049

沙巴 985 233,504 21,972

纳闽 15 6,550 609

总数 5,865 2,069,109 180,669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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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13年全国各州属淡小的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州属/联邦直辖区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玻璃市 1 78 13

吉打 58 9,184 934

槟城 28 6,023 562

霹雳 134 14,406 1,838

雪兰莪 97 30,576 2,332

布城 0 0 0

吉隆坡 15 3,602 346

森美兰 61 9,882 1,076

马六甲 21 2,897 331

柔佛 70 13,009 1,296

吉兰丹 1 19 8

登嘉楼 0 0 0

彭亨 37 3,258 464

砂拉越 0 0 0

沙巴 0 0 0

纳闽 0 0 0

总数 523 92,934 9,2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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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989年至2012年华小非华裔学生人数

年份 华小学生总数 非华裔学生人数
非华裔学生人数

比率（%）

1989 567,803 17,309 3.05

1990 574,919 18,379 3.20

1991 575,108 19,488 3.39

1992 579,285 20,559 3.55

1993 586,469 21,508 3.67

1994 583,825 32,203 5.52

1995 599,500 32,734 5.46

1996 587,221 37,519 6.39

1997 601,891 49,639 8.25

1998 601,155 52,043 8.66

1999 609,673 65,000 10.66

2012 602,578 81,011 13.44

1989-2012 +34,775 +63,702 -

资料来源：

(1) 1989年至1993年数据源自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的公布。1993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

(2)  1994年至1998年数据源马来西亚教育部。转载自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委会，《华小之声》第3期，页18，1999

年。

(3)  1999年1月13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表示，在1999年就读华小的非华裔学生有6万5千人。

(4)  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于2012年10月24日表示，根据教育部国会书面回答，截至2012年1月31日，全国共

有5859所国小，1294所华小，523所淡小。在298万1449名小学生中，国小生有227万6535人、华小生有60万2578

人，淡小生有10万2336人。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学生有8万1011人，占华小生的13.4%。（25/10/2012《光华日

报》、26/10/2012《南洋商报》雪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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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993年至1999年在华小和国小就读的华裔学生人数

年份
华小华裔学生

人数
比率（%）

国小华裔学生

人数
比率（%） 合计

1993 564,945 88.45 73,769 11.55 638,714

1994 561,622 89.15 68,328 10.85 629,950

1995 556,617 89.05 68,445 10.95 625,062

1996 549,702 88.53 71,188 11.47 620,890

1998 555,068 90.64 57,304 9.36 612,372

1999 554,796 90.92 55,385 9.08 610,181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各年出版的《小学资料统计》，转载自教总2010年工作报告书。

注： 根据教育部统计，2000年有615651名华裔小学生，其中92%在华小就读，8%在国小就读；2011年有545253名

华裔小学生，其中96%在华小就读，4%在国小就读。此外，2000年有189773名印裔小学生，其中47%在淡小

就读，5%在华小就读，49%在国小就读；2011年有180752名印裔小学生，其中56%在淡小就读，6%在华小就

读，38%在国小就读。参阅马来西亚教育部，《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页3-24，2012年。

1.18：1993年至1999年在国小就读的土著、华裔和印裔学生人数

年份
土著学生

人数
比率（%） 华裔学生人数

比率

（%）

印裔学生

人数

比率

（%）
合计

1993 1,815,728 92.20 73,769 3.75 79,769 4.05 1,969,266

1994 1,841,227 92.61 68,328 3.44 78,581 3.95 1,988,136

1995 1,913,296 92.92 68,445 3.32 77,440 3.76 2,059,181

1996 1,949,145 92.72 71,188 3.39 81,878 3.89 2,102,211

1998 1,981,046 93.45 57,304 2.70 81,570 3.85 2,119,920

1999 2,021,701 93.97 55,385 2.57 74,305 3.45 2,151,391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各年出版的《小学资料统计》，转载自教总2010年工作报告书。

注： 2002年3月2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慕沙末哈莫公布国小《学生在学校内依种族隔离课题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

（Laporan Jawatankuasa Bebas Siasatan Isu Mengasingkan Pelajar Mengikut Kaum di Sekolah），国小共有2211971名学生，其

中46470名华裔学生（2.1%），印裔学生95,180（4.3%），其他族群学生59423人（2.68%）。

1.19：2012年各源流小学的学前教育班统计

学校源流 学校数量
开设学前教育班的

学校数量

开办学前教育班

比率（%）

学前教育班

学生人数

国小 5,859 5,211 88.94 169,932

华小 1,294 444 34.31 11,457

淡小 523 159 30.40 4,452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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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第6至第10大马计划下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发展拨款数额（1991年至2015年）

大马计划 事项 国小 华小 淡小 总数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年）

拨款(RM)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学生人数

(1991年)

1,845,400

(72.98%)

583,218

(23.07%)

99,876

(3.95%)

2,528,494

(100%)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年)

拨款(RM)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学生人数

(1996年)

2,128,227

(75.30%)

595,451

(21.07%)

102,679

(3.63%)

2,826,357

(100%)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年)

拨款(RM)
4,708,800,000

(96.10%)

133,600,000

(2.73%)

57,600,000

(1.17%)

4,900,000,000

(100%)

学生人数

(2001年)

2,236,428

(76.04%)

615,688

(20.93%)

89,040

(3.03%)

2,914,156

(100%)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

拨款(RM)
4,598,120,000

(95.06%)

174,340,000

(3.60%)

64,840,000

(1.34%)

4,837,300,000

(100%)

学生人数

(2006年)

2,298,808

(75.74%)

636,124

(20.96%)

100,142

(3.30%)

3,035,074

(100%)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年)

拨款(RM)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学生人数

(2011年)

2,150,139

(75.41%)

598,488

(20.99%)

102,642

(3.60%)

2,851,269

(100%)

资料来源：董总据国会问答、教育部统计报告、各大马计划书及新闻剪报整理。

(1)  第6和第7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数额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纳吉于1996年11月5日书面回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林冠英

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6/11/1996中国报）

(2)  第8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数额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希山慕丁于2005年3月31日书面回答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在国

会下议院的提问。（01/04/2005星洲日报。04/04/2005南洋商报）

(3)  2006年3月31日，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第9大马计划（2006-2010年）时指出，小学发展拨款

总额是48亿3千730万令吉，同时将增建180所小学。2006年4月13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诺奥马在国会下议院回答

丹绒区国会议员曹观友的提问时表示，华小和淡小的发展拨款分别是1亿7千434万令吉和6千484万令吉。

(4)  2010年6月10日，首相纳吉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第10大马计划（2011-2015年），没有公布各源流小学的发展拨款数

额。

(5)  学生人数摘自马来西亚教育部1991、1996、2001、2006和2011年统计报告。

(6)  时任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在2010年10月10日召开的马华第57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透露，华小在第9大马计划的发展拨

款为3亿2500万令吉。

(7)  政府通过第一和第二经济振兴配套及其他方式，将华小在第9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从起初的1亿7434万令吉，增

加至3亿2500万令吉。这包括：

(a)  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第一经济振兴配套，拨出2亿令吉给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宗教学校，各类学校获得

5000万令吉，作为维修学校用途。

(b)  政府在2009年3月推出第二经济振兴配套，拨出3亿令吉给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宗教学校，以改善学校设

备；其中9500万令吉供增建7所华小和搬迁13所华小。有关建校计划至2014年仍未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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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第6至第10大马计划下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发展计划数量（1991年至2015年）

大马计划 国小 华小 淡小 总数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年)
884 817 294 1,995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年)
753 50 23 826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年)
924 37 16 977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
1,611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年)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资料来源：董总据国会问答及会议记录、新闻剪报及教育大蓝图整理。

(1)  第6和第7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计划数量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纳吉于1996年11月5日书面回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林

冠英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6/11/1996中国报）

(2)  第8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计划数量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慕沙莫哈末于2001年7月26日书面回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郭

金福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27/07/2001中国报）。数字差异：2002年4月30日，国会秘书处把慕沙莫哈末的书面回

答寄交郭金福，表示华小只有36项计划（04/05/2002星洲日报）。

(3)  第9大马计划的国小建校发展计划数量源自教育部于2007年1月16日公布的《2006-2010年教育大蓝图》，第82页。

教育部没有公布华小、淡小的建校发展计划数量和内容详情。

(4)  教育部没有公布各源流小学在第10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计划数量和内容详情。

注：

(1)  1990年全国大选受“两线制”冲击后，华小和淡小在第6大马计划的发展计划大量增加，但是大部份的计划都是

拨款稀少的小型计划。

(2)  1995和1999年大选后，华小和淡小在第7和第8大马计划的发展计划则被大量削减。

(3)  在第8大马计划下，教育部在全国推行1397项共值62亿令吉的学校计划。977项是小学计划，420项是中学计划。

在977项小学计划当中，其中198项是兴建新学校计划，其余的是重建校舍计划、扩建/增加校舍计划。在420项中

学计划当中，其中160项是兴建新学校计划，其余的是重建校舍计划、扩建/增加校舍计划（29/11/2001国会上议

院会议记录。30/11/2001各语文报章）。

(4)  数据差异：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马哈兹表示，政府在第8大马计划内将增建206所小学，第1年已建竣47所小学

（16/10/2001国会下议院会议记录。17/10/2001中国报）。过后，政府宣布在第8大马计划下，兴建198所新小学，

即190所国小，6所华小，2所淡小。

(5)  在第9大马计划下，教育部通过《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大量增加国小的各类发展计划，以落实强化国小

成为各族首选学校的政策，但是却不公布华小和淡小的具体发展计划。国小的1611项计划分为增建178所新国小

的计划（12亿9685万5000令吉），337项扩建国小校舍计划（6亿5682万8000令吉），890项重建国小校舍计划（21

亿7050万7000令吉），以及延续在第8大马计划下仍未完成的206项各类建校计划（2亿2987万令吉）。

     政府宣布在第8大马计划下，兴建198所新小学，即190所国小，6所华小，2所淡小。

(6)  计划（Projek）分类为：兴建新学校计划（projek sekolah baru/projek baru）、重建校舍计划（projek bangunan sekolah 

gantian/projek gantian）、扩建/增加校舍计划（projek bangunan tambahan/projek tamb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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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第4至第9大马计划下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学校增减数量（1981年至2010年）

大马计划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学校数量 学校数量 学校数量

1981 4,549 1,307 579

1986 4,809 1,290 553

1991 5,001 1,289 543

1996 5,206 1,285 531

2001 5,466 1,285 526

2006 5,774 1,288 523

2011 5,848 1,291 523

第4大马计划

（1981-1985年）
+ 260 - 17 - 26

第5大马计划

（1986-1990年）
+ 192 - 01 - 10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年）
+ 205 - 04 - 12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年）
+ 260 0 - 05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年）
+ 308 + 03 - 03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

截至2011年1月

+ 74 + 03 0

合计（1981-2010年） + 1,299 - 16 - 56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教育部。

注： 上述统计数据是指在大马计划期间的学校增减数量，这包括增建新学校和关闭原有学校的总和，但是仍在兴

建中及还未兴建的新增建学校的数量则不包括在统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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